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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由于新工科背景下，对研究生的创新能力要求日益提高，所以在工科研究生数学课程群的教学方法和教

学内容都需要不断革新，这对教师和学生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对某些课程改革的观点和方法进行

了探讨，期望能对数学基础课程群的改革提供一定的思路。本文首先分析了国内工科研究生基础数学课

程的研究现状和面临的问题，然后以欧美比较流行问题导向为主教学模式为基础，对国内工科研究生阶

段的基础数学课程群进行分析，并针对这些课程群提出一些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改革的建议，期望为增

强研究生的创新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提供一些解决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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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engineering,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innovation ability of gra- 
duate students are increasing day by day, so the teaching methods and teaching contents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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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hematics curriculum group of engineering graduate students need to be constantly innovated, 
which puts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both teachers and student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views and methods of some curriculum reform, hoping to provide some ideas for the reform of the 
mathematics basic curriculum group. This paper first analyzes the research status and problems 
faced by the basic mathematics curriculum of domestic engineering postgraduates, then analyzes 
the basic mathematics curriculum groups of domestic engineering postgraduates based on the pop-
ular problem-oriented teaching mode in Europe and America, and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on the reform of teaching contents and teaching methods. It is expected to provide some solutions 
to enhance graduate students’ innovation ability and ability to solve practical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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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前，科技发展的新趋势、社会发展的新要求、产业发展的新业态，都给传统工科专业教学内容和

人才培养模式提出新的、严峻的挑战。其中，课程体系与内容的改革势在必行。而数学课程作为大部分

工科的基础，无论是教学内容还是教学方式更是需要迫切的改革和创新。新工科背景下研究生的数学基

础课程教学需要根据产业转型升级和社会发展的要求，不断优化教学内容，逐步实现教学内容的现代化。

要通过教学改革提升数学各个课程彼此间的关联度，增强数学基础课程对各专业的支撑作用[1]。 

2. 工科研究生数学基础课程教学现状 

2.1. 数学基础课程设置灵活度缺乏 

纵观全国工科为主的高校，我们的数学基础课程内容很少有变化。当然，现在流行的教材越来越多，

可是基本上都是原有知识的重新组合，很少加入新的知识进去。工科最近几十年有了长足的发展和变革，

而我们的数学基础课程，没有跟上相应的变化，也没有体现这些变化对应的应用。大部分工科学校会在

研究生一年级给学生提供《应用统计》、《矩阵分析》、《数值分析》、《数学建模》、《数学物理方程》、

《应用随机过程》等课程，通常这些课程不仅科目设置固定，而且教学内容也很少有变动，很少有课程

教学内容对工科各专业知识进行交叉和融合，既不能反映数学课程的应用型，也不能反映各工科专业前

沿研究中所需要的数学知识，这些问题必然会影响到数学基础课程的作用，导致学生学完数学课程后不

知道有什么用，也不知道如何应用数学知识解决本专业的问题。由于数学课程老师大部分很少对交叉专

业有所涉及，所以导致授课的时候也很难提出有交叉性的问题，这导致了教和学都严重地脱离了实际问

题，不能有效地对工科各专业知识的研究提供数学支持[2]。 

2.2. 课程注重基础理论，缺乏实践性 

目前我们的工科研究生大部分的数学基础课程都只是停留在书本知识的传授上，很少有老师对书本

理论知识以外的东西进行传授，而创新型社会要求培养大量的创新人才，要培养出具有创新能力的研究

生需要让他们不仅学会知识本身，更重要的是学会知识的应用，培养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目前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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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科研究生数学课程，普遍都是纯理论教学为主，很少涉及到实际问题的处理。比如《数值分析》这门

课程在大部分工科研究生专业都有开设，但是我们传统的教授方法，一般都是分析数值分析本身的理论，

穿插一些数学和物理的应用实例，实际上这门课在各工科专业中都有很强的应用性，比如石油计算、机

械计算等。我们数学的老师要多与其它专业的老师交流，得到数学课程的应用场景，这不仅有利于学生

学习和掌握数学知识本身，更有利于学生发挥自己的能动性，实际动手解决问题，这些能力，在目前的

新工科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 

2.3. 教学方法单一 

目前给工科研究生上数学课的老师大部分都是理论研究型教师，通常将数学基础课程理解为对学生

的纯理论知识灌输，实行满堂灌的教学方式，教学过程中比较注重理论知识的完整性和逻辑性推导，忽

略了对工科研究生数学创造思维的培养，更缺乏对工科学生理论联系实际能力的培养。这样下来的效果

就是工科学生比较反感纯理论的学习，对实际问题也缺乏处理的手段和技巧，导致学和用严重脱节，学

习积极性下降，使得学习陷入被动状态。有的老师在教学中，甚至不关心工科中遇到的各类问题，“两

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这使得我们的数学教学脱离了实际问题，变成了无根之水，无法在

日益注重动手能力的今天立足。 

3. 数学基础课程群的教学改革思路 

3.1. 推行灵活多样的课程教学模式 

由于现在互联网的高度发达，我们可以通过多种形式的教学方式，让学生更容易掌握数学知识。我

们除了课题理论知识的教学外，还可以利用各种视频会议的方式，让学生参加更多的相关讨论，比如学

习到《应用统计》这门课的时候，我们可以线上参加各种类型的统计类研讨会，还可以让学生线上参加

各类统计建模竞赛，不仅学到了知识，更掌握了知识的应用。可以组织相应的课题小组，分几个主题，

让学生自己去学习和讲授这些知识，老师在下面负责提问和解答疑难困惑。这样形成师生的良好互动，

使教学共长。 
教师上课的时候，真的做到与学生的平等，不是一味的传授理论知识，而是通过各种实例慢慢的引

导学生进行思考，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以学生为中心，从问题出发，通过学生解决问题的过程，发现和

学习知识，提高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学习深刻性。在教学中，教师总是能在一种轻松的氛围中，来进

行与学生的交流，学生有任何问题，可以马上表达，不会由于不懂，而感到自卑。在提问和回答问题中，

师生时间的相互交流，也让更多的同学得到了提高[2] [3]。 

3.2. 打破课程壁垒，回归互融互通 

工科的不同专业在开设数学基础课程的时候，需要讲本专业所需要的的所有数学课程统一考虑，不

要割裂开，造成知识点的零散，且不容易学习和记忆。在尽量保证数学知识内容的完整性的前提下，根

据不同的专业所需要的数学知识，编制出适合本专业本学科的数学课程体系，让学生在专业课和数学基

础课之间知识联通。比如石油专业在编制《数值计算》这门数学课程的时候，可以把其中所有的应用的

实例，放到石油的相关计算问题中去分析和讲解。这样，学生不仅知道了这门课程的价值，也学会了如

何利用这个课程解决自己专业的实际问题。可以达到专业课和数学课程的相容想通。同一个概念，在数

学中和本专业中的使用也更为统一。这样做的另外一个好处，就是让学生的知识体系更为完备，而不是

学了数学就只会解决数学问题，学了工科就只能解决工科问题。在工程中遇到的问题，也可以进一步的

转化为数学问题，对数学本身的发展也有促进作用。在上课的时候，单纯的讲解数学知识，只会让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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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味，觉得这些东西对本专业无用，兴趣不大，无法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3]。当教授数学课程的时候，

做到没有壁垒，高屋建瓴，可以避免很多重复知识的讲解，对于学生的创新能力也有很大的提升。 

3.3. 坚持问题导向，改变学习模式 

以问题为导向，以项目为形式，让学生在解决问题中学习知识。课后通常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在

一起讨论，课程都是以一个项目来结束课程，学生在做项目的过程中，他们的的交流能力和合作能力得

到极大的锻炼，学生在讨论中学习，在讨论中提出更多的问题，然后通过各种渠道的信息收集，最后解

决问题，锻炼了学生的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就是理论练习实际的能力。并且在讨论中，学生会自觉的形

成反思的习惯，这对学生的学习效果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高。项目式教学法施行条件：因为学生经常需要

讨论，需要把教学设施的制作围绕学生需求来进行的，校园里设置很多小房间，也有很多小桌子，一个

小组的学生，可以选择自己的讨论场所。由于让整个社会认同这种教学方法，都愿意提供方便给学生，

所以，学生在需要社会调查的时候，不会遇到太多的阻扰，这也为项目式学习的施行提供了天然的社会

资源保障。国内传统教法可以借鉴项目式教法中某些因素，补充和完善我们的传统教法。在我们传统教

学中，如果能更多的以问题为导向，可以提高学生的积极性和学习兴趣，当然这是一个很庞大的工程，

任何一门课程都有它的历史，如果任何一个知识点试图用问题来引出，那么教学时间肯定是不够的，但

是一门课中，重要的几个关键点，如果以合适而有趣的问题来引出，对教学和学生学习都是很有帮助的。 

3.4. 改进课程考核方式，注重研究生创新能力考核 

考核内容应具有学术价值、现实意义或实用价值，力争触及本学科领域的前沿问题，鼓励研究生敢

于选择一些较有难度的课题为题鼓励研究生能够独辟蹊径，用新方法、新思路去思考和解决问题，用更

加广阔的视野和多学科的知识去攻克科学堡垒。另外考核内容和方式应适合对研究生多方面综合能力的

检测考核方式应以不抑制研究生各种能力的发挥为前提。研究生的数学课程考核，不要局限于试卷，要

多样化，可以与平时的课程学习和课堂表现相关，把过程学习纳入最后的考核成绩。考核的方式也可以

用课程论文，用实际解决问题的程度来给与评分。研究生可以在查阅大量文献的基础上写出课程论文，

并在课堂上作读书报告，教师点评，使学生充分了解了学科前沿，同时锻炼了学生自主学习和进行科研

总结的能力[4]。 

3.5. 以《数理统计学》为例的课程教学改革实践 

综合以上分析，这里我们针对大部分工科院校都开设的数学基础课《数理统计学》为例，说明如何

进行课程教学改革。首先，大部分高校设置的授课学时为 48，可以分为线上学习 12 学时，线下学习 36
学时，引导学生在网上寻找各种教学视频，预先学习课程基础知识，为线下学习的互动打下基础。平时

布置作业也可以分为线上提问和线下作业两部分，可以为工科研究生的交流和表达能力起到一定的锻炼

作用。然后，针对学生所属不同的专业，把课程内容和专业相结合，比如石油专业的学生，可以根据油

田的各种数据库，用来做统计分析案例，提高了学生学习积极性，也进一步的加深了油田各项数据的直

观理解。接着，与学生本专业研究生导师交流，提出本专业的跟统计学相关的若干课题，作为上课探讨

和交流的素材，进一步打破了专业和基础课的隔阂，做到融会贯通。最后，在课程考核的时候，可以分

为笔试和团队两部分进行，笔试还是传统的考核方法，团队协作，可以把班级分为 3 人到 5 人若干个小

组的形式进行项目考核，锻炼学生的团队合作能力，也提高了学生的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4. 结论 

本文研究工科研究生数学基础课程群改革的方案，探讨了以项目和问题为基础的导向式学习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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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工科院校的研究生数学课程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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